
过新年的手抄报内容及简单 学生喜迎新
年的手抄报资料元旦手抄报内容(汇总5

篇)
总结是我们回顾过去、认识现在和展望未来的重要方式之一。
如何使人生总结更加具有个人特色和独到见解？以下是一些
关于人生总结的经典名言，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和思
绪。

过新年的手抄报内容及简单篇一

一、新年作文

新年到了，是中国大地的生日。中国人民放鞭炮、贴福字、
贴春联——等，来为中国大地庆祝生日。

大家在新年里都有一个愿望，有些人希望家人的病好起来、
有些人是想家庭新服美满有自己的后代、有些人的新年愿望
是快乐每一天——而我的新年愿望是家庭幸福美满、让婆婆
的病快快好起来。只要你怀着努力的心你的愿望就会实现，
可是那些贪婪的愿望是不会实现的，大地爷爷也就不会喜欢
你的，而贪婪会让你的人生无法走下去。

大地爷爷要许愿了，请大家安静下来。大地爷爷说他最大的
愿望是地球的人民都能和睦相处，共建祖国未来保护“地球
村”。

大家一起说：“祝地球生日快乐，我们会保护我们的家
园——地球。

二、新年简介资料：



新年，即一年的第一天，为世界多数国家通行的节日。世界
各国，特别是古代都有不同的日期，现代世界多数国家为公
元制纪年的1月1日。在中国古代，也称元旦，现代将“元
旦”称为公历新年，将“春节”称为农历新年。当日，人们
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庆祝新年的到来。

庆贺新年伊始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普遍习俗。不管是世界上
哪个国家的人们，都对新的一年充满美好的希冀。“百里不
同风，千里不同俗”，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其历史、文化、
宗教信仰、民族习惯不同，因此也都有自己不同的庆祝新年
的习俗。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里，世界各国的人们都以其别
出心裁、独具特色的方式迎接新年的到来。

三、新年春节对联资料：

福满神州铺富路

喜盈大地步新程

福门年年走旺运

宝地步步发大财

福气临门招百福

祥光入户纳千祥

福气欣盈新世纪

寿星喜满大中华

福如东海年年盛

寿比南山日日高



福旺财旺运气旺

家兴人兴事业兴

福星高照勤俭地

喜气常留和睦家

福星高照文明院

春意长留和睦家

福星高照新门第

喜气长留晚育家

福孕祥和新世纪

喜盈古瑞小康村

中国古代元旦的由来

中国的元旦，据传说起于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距今已
有3000多年的历史。“元旦”一词最早出现于《晋
书》：“颛帝以孟夏正月为元，其实正朔元旦之春”的诗中。
南北朝时，南朝文史学家萧子云的《介雅》诗中也有“四季
新元旦，万寿初春朝”的记载。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卷
一“正月”条目：“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
岁节序，此为之首。”;汉代崔瑗《三子钗铭》中叫“元
正”;晋代庾阐《扬都赋》中称作“元辰”;北齐时的一篇
《元会大享歌皇夏辞》中呼为“元春”;唐德宗李适《元日退
朝观军仗归营》诗中谓之“元朔”。

我国在发掘大汶口文化遗物中，发现一幅太阳从山颠升起，
中间云烟缭绕的图画。经考证，这是我国最古老的“旦”字



写法。后来，在殷商的青铜器铸铭上，又出现了被简化
的“旦”的象形字。“旦”字是以圆圆的太阳来表示
的。“日”下面的“一”字表示的平线，意为太阳从的平线
上冉冉升起。

中国元旦历来指的是夏历(农历、阴历)正月初一。元
是“初”、“始”的意思，旦指“日子”，元旦合称即
是“初始的日子”，也就是一年的第一天。在汉语各的方言
中有不同叫法，有叫“大年初一”的，有叫“大天初一”的，
有叫“年初一”的，一般又叫“正月初一”。

正月初一从哪日算起，在汉武帝以前也是很不统一的。因此，
历代的元旦月、日也并不一致。夏朝的夏历以孟喜月(元月)
为正月，商朝的殷历以腊月(十二月)为正月，周朝的周历以
冬月(十一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以阳春月(十
月)为正月，即十月初一为元旦。从汉武帝起，才规定孟喜
月(元月)为正月，把孟喜月的第一天(夏历的正月初一)称为
元旦，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但这是夏历，亦即农历或阴历，
还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元旦。

公元1920xx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统治，
建立了中华民国。各省都督代表在南京开会，决定使用公历，
把农历的正月初一叫做“春节”，把公历的1月1日叫做“元
旦”。不过当时并未正式公布和命名。为了“行夏正，所以
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民国元年决定使用公历(实
际使用是1920xx年)，并规定阳历(公历)1月1日为“新年”，
但并不叫“元旦”。

现在的元旦

今天所说的“元旦”，是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公元1949年9月27
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同时，也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即是我们
所说的阳历。



在当代，元旦指公元纪年的岁首第一天。为了区别农历和阳
历两个新年，又鉴于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恰在农历
新年的前后，因此便把农历正月初一改称为“春节”，阳历1
月1日定为新年的开始“元旦”，并列入了法定假日成为全国
人民的欢乐节日。

最早的元旦由来

大约在公元前五万年左右，古埃及人已由游牧改为农耕，定
居在尼罗河两岸，他们的农业收成与尼罗河是否发生洪水有
很大关系。古埃及人从长期的观察中发现，尼罗河泛滥的时
间是有规律的，他们就把这个时间每次都记录在竹竿上，从
中的知两次泛滥时间之间大约相隔365天;同时还发现，当尼
罗河初涨的潮头来到今天开罗城附近的时候，也正好是太阳
与天狼星同时从的平线上升起的时候。

于是，古埃及人便把这一天定为一年的开始。这是"元旦"最
早的由来。

西方元旦由来

西元前46年，古罗马凯撒把这一天定为西历新年的开始，为
了祝福janus，这位罗马神话中的门神，janus后来也演化为英
文一月january这个词。原本以为教皇把耶稣诞生年作为西元
元年，西元一月一日也和耶稣有关联，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可能依照西方普遍信仰，还应该是12月25日耶诞日为过年，
所以西方的新年没有耶诞隆重。

元旦的庆祝方式

元旦的庆祝方式一： 全中国甚至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很多国
家都把元旦顶为法顶节日，在元旦这天放假。新中国成立后，
也规定元旦为法定节日放假一天。



元旦的庆祝方式二： 现在比较普遍的就是由团体组织的活动，
如元旦联欢会、挂庆祝元旦的标语、或举行集体活动等，以
前就有组织敲锣打鼓、集体跳民族舞的，现在在电视记录片
上还能看到，到科技发展的今天，就演变为联欢晚会什么的
了。近年更是有旅游、聚会等节目，反正元旦这天并没有太
多的传统，在这一天假期了就任人发挥了。甚至，元旦这天
对年轻一代来说只意味着一天的假期。

元旦的庆祝方式三： 保留着中国传统的庆祝方式就是在以民
间了，尤其是在农村。每到元旦，家家户户都会燃放炮竹，
杀鸡宰鹅的，拜祭过各方神灵后就是一家人团聚一餐。至于
更为浓重的庆祝方式暂时还没见过。

过新年的手抄报内容及简单篇二

1. 争鸡失羊——比喻贪小失大。

2. 饿虎扑羊——象饥饿的老虎扑向食物一样。比喻动作猛烈
而迅速。

3. 羊触藩篱——羊角勾挂在篱笆上。形容既不能进，也不能
退。

4. 三阳(羊)开泰——常用以称颂岁首或寓意吉祥。

5. 洋洋(羊羊)得意——形容得意时神气十足的姿态。

6. 喜气洋洋(羊羊)——充满了欢喜的神色或气氛。

7. 扬(羊)眉吐气——扬起眉头，吐出怨气。形容摆脱了长期
受压状态后高兴痛快的样子。

8. 替罪羊——古代犹太教祭礼是替人承担罪过的羊。比喻代



人受过。

9. 挂羊头卖狗肉——挂着羊头却出卖狗肉。比喻表里不一
致;名实不相副打着好招牌;出卖低劣货色。

10.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比喻众愚不如一贤。

11. 饿虎逢羊——逢：碰到，遇到。饥饿的老虎遇到一只羊
羔。比喻迅猛贪婪

13. 羊入虎群——比喻好人落入坏人的手中，处境极端危险。

14. 羊肠九曲——羊肠：像羊肠一样崎岖曲折的小路。九曲：
有许多曲折的地方，指河道曲折。形容崎岖曲折的小径和弯
弯曲曲的河道。也指道路的艰难。

15. 卖狗悬羊——犹言挂羊头卖狗肉。意谓名不副实。

16. 饿虎见羊——饥饿的老虎见到一只羊羔。比喻迅猛贪婪

17. 昌歜羊枣——据传周文王嗜昌歜，春秋鲁曾点嗜羊枣。
后用以指人所偏好之物。

18. 驱羊战狼——喻以弱击强。

19. 鸟道羊肠——狭险典折的山路。

20. 羊肠鸟道——形容山路狭窄，曲折而险峻。

21. 驱羊攻虎——驱：赶。驱赶羊群去进攻老虎。形容以弱
敌强，力量悬殊，必遭覆灭。

22. 如狼牧羊——如同狼放养羊一般。比喻官吏残酷地欺压
人民。



23. 羊质虎皮——质：本性。羊虽然披上虎皮，还是见到草
就喜欢，碰到豺狼就怕得发抖，它的本性没有变。比喻外表
装作强大而实际上很胆小。

24. 饿虎擒羊——像饿急了的老虎捉羊一样。形容动作迅猛。
亦作“饿虎吞羊”、“饿虎扑羊”。

25. 虎入羊群——老虎进入羊群。形容强者在肆意欺凌弱者。

26. 羊续悬鱼——羊续，汉时官吏。羊续把生鱼悬于庭。形
容为官清廉，拒受贿赂。

27. 亡羊得牛——丢掉羊，得到牛

28. 。比喻损失小而收获大。

29. 羊落虎口——羊已被老虎吃到嘴里。比喻落入险境，很
难幸免。亦作“羊入虎口”。

30. 羊肠小道——原指太行山上一条小道。后形容狭窄曲折
而又险峻的山路。

31. 问羊知马——比喻从旁推究，弄清楚事情真相。

32. 肉袒牵羊——牵羊：牵着羊，表示犒劳军队。古代战败
投降的仪式。

33. 饿虎攒羊——攒：赶。饥饿的老虎追赶一只羊羔。比喻
迅猛贪婪

34. 牛羊勿践——勿使牛羊践踏。比喻爱护。语出《诗·大
雅·行苇》：“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方苞方体，维叶泥
泥。”郑玄笺：“草木方茂盛，以其终将为人用，故周之先
王为此爱之，况于人乎?”



35. 顺手牵羊——顺：方便。指顺手把羊牵走。比喻顺便利
用可乘之机施展手法或手腕。

36. 虎荡羊群——老虎冲进羊群中。比喻以强凌弱，为所欲
为。同“虎入羊群”。

过新年的手抄报内容及简单篇三

拜年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是人们辞旧迎新、相互表达美
好祝愿的一种方式。我们通常只知道的是正月初一时，家长
带领小辈出门谒见亲戚、朋友、尊长，朋友们也互致新年快
乐，以吉祥之语互贺祝新春。卑幼者并须叩头致礼，谓
之“拜年”。主人家则以点心、糖食、红包热情款待。其实，
春节拜年学问很多，春节文化元素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集
中展示。

“拜年”一词，原有的含义是为长者拜贺新年，也包括向长
者叩头施礼、祝贺新年健康如意、问候生活安好等内容。遇
到同辈亲友，也要施礼互贺。至今未曾改变这种礼仪，只是
在形式上更多元化了。

年初一，人们都早早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整整
齐齐，出门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大吉大利。

中国人自明清起始，对拜年礼仪定下了不成文的规矩，有着
一定的次序：首拜天地神祗，次拜祖先真影，再拜高堂尊长，
最后全家按辈份次序互拜。对尊长要行大礼，对孩童要给赏
赐。拜年时，晚辈要先给长辈拜年，祝长辈人长寿安康，长
辈可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据说压岁钱可以压住
邪祟，因为“岁”与“祟”谐音，晚辈得到压岁钱就可以平
平安安度过一岁。

拜亲朋也讲究次序：初一拜本家;初二、初三拜母舅、姑丈、



岳父等，直至十六日。这种习俗早在宋朝时就已流行。宋人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六中描写北宋汴京时云：“十月
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相互庆贺。”到了
清朝年间，拜年礼仪有了升华。清人顾铁卿在《清嘉录》中
描写，“男女以次拜家长毕，主者率卑幼，出谒邻族戚友，
或止遣子弟代贺，谓之‘拜年’。至有终岁不相接者，此时
亦互相往拜于门……。”一般说来，平辈间拜年则拱手致语
就行了。

首先拜家里长辈。初一早晨，晚辈起床后，要先向长辈拜年。
当然，长辈受拜以后，一定会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
给晚辈。不能忘记的是向邻居长辈拜年。中国有句古话：远
亲不如近邻。所以向邻居长辈拜年仅次于本属长辈，一般说，
邻居长辈也会给“压岁钱”的。

其次是走亲戚拜年。初一或初二必须到岳父、母家，并须带
贺礼。进门后还得先向佛像、祖宗影像、牌位各行三叩首礼，
然后再给长辈们依次跪拜。

接着就是礼节性的拜年了。如给朋友拜年，一进屋门，仅向
佛像三叩首，如与主人系平辈则只须拱手一揖而已，如比自
己年长，仍应主动跪拜，主人应走下座位做搀扶状，连说免
礼表示谦恭。一般情况下，不宜久坐，客套话完了就要告辞。
主人受拜后，也应择日回拜。

还有一种就是感谢性的拜年。凡过去一年中对人家欠情的，
如曾帮助过自己的人或老师、师傅、医生等，就要买些礼物
送去，借拜年之机，表示感恩谢意。

拜年习俗中最隆重的应该说是团拜。团拜，现在已成为国家
级礼仪活动了，甚至还带有国际性，一些与中国友好的国家
会致电中国政府贺新年;中国驻外使节也会举办春节团拜活动。
“团拜”形式，大约起源于清朝时期，清人艺兰主在《侧帽
余谭》中就曾说过：“京师于岁首，例行团拜，以联年谊，



以敦乡情”，“每岁由值年书红订客，饮食宴会，作竟日
欢”。

如今拜年的方式多种多样，发短信、寄贺卡、礼仪电话和电
报，都是一种新的拜年形式。寄贺卡时，也会同时寄上自己
的名片。

古时，倘或坊邻亲朋太多，难以登门遍访，就使遣仆人带名
片去拜年，称为“飞帖”，各家门前贴一红纸袋，上写“接
福”两字，即为承放飞帖之用。此俗始于宋朝上层社会。清人
《燕台月令》形容北京年节：“是月也，片子飞，空车走，
成为时尚。”户人家特设门簿，以记客人的往来和飞片，门
簿的首页多虚拟亲到者四人：一曰寿百龄老太爷，住百岁坊
巷;一曰富有余老爷，住元宝街;一曰贵无极某人，住大学士
牌楼;一曰福照临老爷，住五福楼。以图吉利讨口彩。至今的
春节赠送贺年片、贺年卡，便是这种古代互送飞帖的遗风。

古代文人雅士则流行互送拜年钻。拜年钻就是如今的贺年片，
是由古代的名片演变而成。据清代赵翼考证，西汉时没有纸，
削竹木为刺，上书名姓，叫“名刺”。后来还用大红绒线在
织锦上绣字为“名片”。东汉后用纸代木，叫做“名纸”。
六朝时简称为“名”，唐代叫“门状”。宋代还别称“手
刺”、“门刺”。

早在宋代，亲朋好友之间就已经相互送贴致贺，这就是早期
的贺年片。宋人周辉在《清波杂志》中说：“宋元佑年间，
新年贺节，往往使佣仆持名刺代往”。当时士大夫交游广，
若四处登门拜年，既耗费时间，也耗费精力，因此有些关系
不大密切的朋友就不亲自前往，而是派仆人拿一种用梅花笺
纸裁成的二寸宽、三寸长，上面写有受贺人姓名、住址和恭
贺话语的卡片前往代为拜年。

据明朝陆容《菽园杂记》记载，拜年习俗最早行于明朝京都。
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记述道：“京师元日后，上自朝官，



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然士庶人各拜
其亲友，多出实心。朝官往来，则多泛爱不专。如东西长安
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问识与不识，望门投剌，有不
下马，或不至其门令人送名帖者，遇黠仆应门，则皆却人不
纳，或有闭门不纳者。在京仕者，有每旦朝退即结伴而往，
至入更酣醉而还。三四日后，始暇拜其父母。”朝官往来，
不管认识与否都要互拜，百姓则各拜亲友。

到了明清时，人们用“寸褚”、“红单”投谒代替拜年。这
时的贺年片设计更加完美、精致，帖上不仅印有送者的姓名、
地址，还写上了“新年快乐”、“吉祥如意”的祝辞。明朝
杰出画家、诗人文征明在《贺年》诗中描述：

不求见面惟通谒，

名纸朝来满蔽庐;

我亦随人投数纸，

世憎嫌简不嫌虚。

这里所言的“名刺”和“名谒”即是现今贺年卡的起源。清
代时兴在春节时送“拜盒”，即将贺年帖放在精致美观的饰
盒里送给亲友，以示庄重。贺年卡用于联络感情和互致问候，
既方便又实用，乃至今日仍盛行不衰。

中国人春节拜年是很讲究的。讲究的核心就是时间观念。

拜年首先要选择合适的时间，这是拜年的第一要素。

由于平时劳碌，年节期间人们一般起得较晚。若过早登门拜
年，往往让主人措手不及。有人喜欢选择晚上拜年，一坐好
几小时，也难免影响主人休息。作客逗留时间一般以半小时
至40分钟为宜，这样，既不失礼貌，又不影响主人接待其他



客人。拜年时，若进门问声“新年好”，旋即匆匆离去，也
会给人以“缺少诚意”的感觉。

送贺礼也十分讲究，这也是礼物也拜年要素之一。

贺礼一定要送的得体。给长辈、教师、师傅拜年时，应适当
带点礼物。礼物既不宜太昂贵豪华，又应能“拿得出手”。
捧上一束鲜花，送上一张精美的贺卡，近年已成为都市现代
人浪漫温馨的拜年方式。

拜年贺礼物还应讲究卫生、安全。比如，别人送给自己的糕
点，一般不宜转送他人，否则食品在“旅游”中难免会腐烂
变质;给年迈或患病者拜年，所送的水果等应该有益于对方强
身健康，以免造成浪费甚至引起误解;赠送花炮之类，则万万
不能去购买伪劣产品。

此外送贺礼还应注意节俭。

自己如果动手制作一个精美的小礼物送给同学、恋人、同事
等，既可表达真挚的情谊，又可显现自己的才华。

拜年时还一定要注意礼节和言谈举止。邻里相坐、同学相逢、
朋友相聚，皆应“过年言好事，出口称吉祥”，纵然平日有
所积怨，亦不应提起，至于聊侃时不谈粗俗之事，不讲无聊
低级话语，就更是常识、常理了。

过新年的手抄报内容及简单篇四

中国的元旦，据传说起于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距今已
有3000多年的历史。“元旦”一词最早出现于《晋
书》：“颛帝以孟夏正月为元，其实正朔元旦之春”的诗中。
南北朝时，南朝文史学家萧子云的《介雅》诗中也有“四季
新元旦，万寿初春朝”的记载。宋代吴自牧《梦粱录》卷



一“正月”条目：“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
岁节序，此为之首。”;汉代崔瑗《三子钗铭》中叫“元
正”;晋代庾阐《扬都赋》中称作“元辰”;北齐时的一篇
《元会大享歌皇夏辞》中呼为“元春”;唐德宗李适《元日退
朝观军仗归营》诗中谓之“元朔”。

我国在发掘大汶口文化遗物中，发现一幅太阳从山颠升起，
中间云烟缭绕的图画。经考证，这是我国最古老的“旦”字
写法。后来，在殷商的青铜器铸铭上，又出现了被简化
的“旦”的象形字。“旦”字是以圆圆的太阳来表示
的。“日”下面的“一”字表示地平线，意为太阳从地平线
上冉冉升起。

中国元旦历来指的是夏历(农历、阴历)正月初一。元
是“初”、“始”的意思，旦指“日子”，元旦合称即
是“初始的日子”，也就是一年的第一天。在汉语各地方言
中有不同叫法，有叫“大年初一”的，有叫“大天初一”的，
有叫“年初一”的，一般又叫“正月初一”。

大约在公元5万年前，古埃及人的生活方式已由游牧变成农耕，
定居在尼罗河的两岸，他们的农业能否收成与尼罗河发洪水
有很大关系。古埃及人在长期的观察中发现，尼罗河的泛滥
时间是有规律的，他们就每次都把这个时间记录在竹竿上，
从中得知两次泛滥时间大约相隔365天;同时还发现，当尼罗
河初涨的潮头来到今天开罗城附近的时候，也正好是天狼星
与太阳同时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

于是，古埃及人便把一年的开始定为这一天。这便是元旦最
早的由来。

中国元旦的传说50字：尧禅位给舜的佳话

4000多年前尧舜时代，尧天子在位时勤政于民为百姓办了很
多好事，很受广大百姓爱戴，但因其子无才不太成器，他没把



“天子”的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品德才能兼备
的舜。

尧对舜说:“你今后一定要把帝位传交好，待我死后也可安心
瞑目了。”后来舜把帝位传给了治洪水有功的禹，禹亦像舜
那样亲民爱民为百姓做了很多好事，都十分受人爱戴。

后来人们把舜帝祭祀天地和先帝尧的那一天，当作一年的开
始之日，把正月初一称为“元旦”，或“元正”，这就是古
代的元旦。

1. 元旦来了，祝福到了，朋友醒了，记忆活了，过往美了，
未来炫了，心儿轻了，笑声脆了，思念醉了。

2.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有个托我给你表白，她绝对会让你幸
福的，她叫袁淡洁，朋友们也有叫她袁淡的……呵呵，元旦
快乐!

3. 存xx片雪花为你留住美好，摘xx朵鲜花为你带去芳香，
许xx个心愿为你虔诚祝愿，希望你有xx个理由开心一年!

4. 元旦快乐!祝你：致富踏上万宝路;事业登上红塔山;情人
赛过阿诗玛;财源遍步大中华!

5. 我要把一切喜庆变成奶油，所有祝福揉成巧克力，永远快
乐做成蛋糕。。。砸向你!然后说声元旦快乐!

6. 聚喜玛拉雅之阳光，拢天涯海角之清风，拮冈底斯山之祝
福，吸比尔盖茨之财气，作为礼物送给你，祝你元旦快乐!

7. 郑重声名:此条短信不曾转发不曾见过包装质朴情真意浓
原装正版翻版必究如有雷同实属巧合。鼠年快乐!

中国的元旦，据传说起于三皇五帝之一的颛顼，距今已



有3000多年的历史。“元旦”一词最早出现于《晋
书》：“颛帝以孟夏正月为元，其实正朔元旦之春”的诗中。
南北朝时，南朝萧子云的《介雅》诗中也有“四季新元旦，
万寿初春朝”的记载。

中国最早称农历正月初一为“元旦”，元是“初”、“始”
的意思，旦指“日子”，元旦合称即是“初始的日子”，也
就是一年的第一天。正月初一从哪日算起，在汉武帝以前也
是很不统一的。因此，历代的元旦月、日也并不一致。

夏朝的夏历以孟喜月(元月)为正月，商朝的殷历以腊月(十二
月)为正月，周朝的周历以冬月(十一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
中国后，又以阳春月(十月)为正月，即十月初一为元旦。从
汉武帝起，才规定孟喜月(元月)为正月，把孟喜月的第一
天(夏历的正月初一)称为元旦，一直沿用到清朝末年。但这
是夏历，亦即农历或阴历，还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元旦。

公元1920xx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
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
以便统计”，民国元年决定使用公历(实际使用是1920xx年)，
并规定阳历(公历)1月1日为“新年”，但并不叫“元旦”。

今天所说的“元旦”，是公元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决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
时，也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法，并将公历1月1日正
式定为“元旦”，农历正月初一改为“春节”。

新一年，总是给人们带来美好的祝福。在这除旧迎新的日子
里，世界各国的人们都以其别出心裁、各具特色的方式迎接
着新年的到来。

英国：元旦前一天，家家户户都必须做到瓶中有酒，橱中有
肉。英国人认为，如果没有余下的酒肉，来年便会贫穷。除
此之外，英国还流行新年“打井水”的风俗，人们都争取第



一个去打水，认为第一个打水人为幸福之人，打来的水是吉
祥之水。英国人在除夕的深夜，常带上糕点和酒出去拜访，
他们不敲门，就径直走进亲友家去。按英国人的风俗，除夕
千夜过后，朝屋里迈进第一只脚的人，预示着新的一年的运
气。

如果第一个客人是个黑发的男人，或是个快乐、幸福而富裕
的人，主人就将全年吉利走好运。如果第一个客人是个浅黄
头发的女人，或是个忧伤、贫穷、不幸的人，主人在新的一
年中将遭霉运，会遇上困难和灾祸。除夕在亲友家作客的人，
在未交谈前，要先去拨弄壁炉的火，祝福主人“开门大吉”。
在英国中部的一些地区，新年早上出门时，不管熟识还是陌
生，都会互送铜钱，他们认为这样做，不但对方一年有财气，
同时也会给自己带来幸运。

印度：印度的元旦被人称为“痛哭元旦”、“禁食元旦”。
他们在新年第一天，谁也不许对人生气，更不准发脾气。有
些地方，过年不但不庆祝，反而相抱大哭。他们认为，元旦
一开始，岁月易逝——人生短暂，用哭声来表示自己的感叹。
有些地区的人们则以禁食一天一夜来迎接新的一年，由元旦
凌晨开始直到午夜为止。

蒙古：新一年到来，蒙古老人会装扮成牧羊人的样子，穿着
毛绒的皮外套，头戴一顶皮帽，手拿一根鞭子，不停地把鞭
子在空中抽得啪啪响，以示驱邪祝福。

巴西：巴西人在元旦这天，高举火把，蜂拥登山。人们争先
恐后地寻找那象征幸福的金桦果。只有不畏艰险的人，才能
找到这种罕见的果子。他们称之为“寻福”。巴西农村有一
个独特的风俗习惯——便是互相揪耳，人们在元旦见面时，
一定要相互使劲揪住对方的耳朵，表示祝福。

巴基斯坦：在元旦这一天，巴基斯坦人们个个手拿红粉跑出
门，见了亲友，道过新喜，便互相将红粉涂在额上，以示庆



祝新年吉祥如意。

阿富汗：在阿富汗北部地区的居民，每逢元旦都要举行激烈
的抢山羊比赛，以示庆祝。两队骑手争抢猎物，比赛既紧张
激烈，又喜庆欢乐。

阿根廷：阿根廷人认为水是最圣洁的。每年元旦，各家老少
成群结队到江河中洗“新年浴”，以洗去身上的一切污秽。

墨西哥：墨西哥有些地区的人们在新年到来的时候是禁止笑
的，他们一年共分18个月，每月20天，一年最后5天内不准笑。

保加利亚：元旦用餐时，谁打喷嚏谁准会给全家人带来幸福，
家主将第一只羊、牛或马驹许给他，以祝愿他给全家人带来
幸福。

巴拉圭：巴拉人把每年最后五天定为“冷食日”。在这五天
中，上至国家元首，下至普通百姓，都不能动烟火，只能吃
冷食，直到元旦，才能生火做饭，庆祝佳节。

苏格兰：苏格兰人在元旦前夕，家家户户门前都会放着一些
金钱，没人看守，盗贼和乞丐在这天晚上，看见了也不动分
毫。因为当地风俗，新年前夕，先把金钱放在门外，翌日新
年降临，大清早打开门时，就看见门口有金钱，取其“一见
发财”之意。

西班牙：西班牙人在元且前夕，所有家庭成员都团聚在一起，
以音乐和游戏相庆贺。午夜来临，十二点的钟声刚开始敲第
一响，大家便争着吃葡萄。加果能按钟声吃下12颗，便象征
着新年的每个月都一切如意。元旦这天，最忌孩子们骂人、
打架和哭啼，认为这些现象是不祥之兆。所以，元旦之日大
人总是尽量满足孩子们的一切要求。同时，这天人们身上必
携一枚金币或铜币以示吉祥。



比利时：在比利时，元旦的早上，农村中的第一件事便是向
畜拜年。人们走到牛、马、羊、狗、猫等动物身边，煞有介
事向这些生灵通明：“新年快乐!”

土耳其：土耳其人在新年除夕，人人都要洗澡，然后穿上新
衣裳，他们认为这样可去除过去一年的衰气，除旧迎新，迎
接来年好运。

阿根廷：元月之日，各家各户纷纷到江河中去进行“新年
浴”。入水前，先把采集来的鲜花撒在江面，然后，大家笑
呵呵地跳进水中尽情沐浴，同时用花瓣来揉搓身子，在这个
国家，水被视为“圣洁”之物。

古巴：元旦前一夜，每人准备一碗水，听到新年钟响，大家
都很快地将水泼向街，意为“除岁”

哥伦比亚：元旦前夕，各条街上都制作很大的傀儡——“旧
年”，并宣布“旧年遗言”，“遗言”的内容滑稽风趣，以
博得人们开心，午夜时将“傀儡”炸毁，在粉碎旧年“傀
儡”的爆炸声中，人们载歌载舞，互相庆贺。

日本：日本人在元旦清晨，一家老小上街迎接初升的太阳，
接着去神社参拜，或互相向亲友问好。他们称元旦为“正
日”。在这一天，他们的早餐是很丰盛的，吃砂糖竽艿、荞
麦面等，喝屠苏酒。此后一连3天则吃素食，以示虔诚，祈求
来年大吉大利。

泰国：泰国传统的新年，即“宋干节”(“宋干”是梵语的译
音)，也叫“泼水节”，节日里，人们相互洒水，喜笑颜开地
祝长辈健康长寿，祝亲朋新年幸运。未婚的青年男女，则用
泼水来表示彼此之间的爱慕之情。泰国人在新年第一天都在
窗台、门口端放一盆清水，祈求新年如意，风调雨顺。

德国：德国人在元旦期间，家家户户都要摆上一棵枞树和横



树，树叶间系满绢花，表示繁花如锦，春满人间。他们在除
夕午夜新年光临前一刻，爬到椅子上，钟声一响，他们就跳
下椅子，并将一重物抛向椅背后，以示甩去祸患，跳入新年。
在德国的农村还流传着一种过新年的风俗——“爬树比赛”，
以示步步高升。

埃及：埃及人把尼罗河涨水的这一天作为新年的开始，称
为“涨水新年”。在埃及的一些地方，元旦这一天，要供上
大豆、扁豆、紫苜蓿和小麦等农作物的颗粒，还有一些绿色
植物的小芽，以象征丰裕。献给神的东西越多，新年的收成
就越多。

朝鲜：朝鲜和我国一样，在新年也有贴窗花、桃符的习俗，
以祈求上天保佑，驱走鬼怪，赐给幸福。元旦黎明，人们把
一些钞票塞进预先扎好的稻草人中，扔到十字路口，表示送
走邪恶，迎接吉祥福星。黄昏，人们又将全家人一年中脱落
的头发烧掉，祝愿家人四季平安。新年期间，朝鲜人除了享
以美酒佳肴外，还必须要做一种用糯米加上松子、栗子粉、
枣泥和蜂蜜等，蒸煮成与我国的八宝饭相类似的甜饭食用，
以预示家里人丁兴旺日子过得象蜜一样甜。

新加坡：农历除夕时，孩子们有守岁的习惯，直到午夜待家
长祭祀神灵和祖先的活动结束后方能就寝，第二天清晨则起
个大早，高高兴兴的从长辈那里拿“红包”(压岁钱)去看舞
龙、舞狮队的沿街表演，男女老少穿着节日的盛装，带上礼
品走访亲友，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节日的气氛。过年时，
人们爱吃油炸糯米和红糖做成的甜年糕。

意大利：意大利的除夕是一个狂欢之夜，当夜幕开始降临，
成千上万的人们涌向街头，点燃爆竹和焰火，甚至鸣放真枪
实弹。男男女女翩翩起舞，直至午夜。家家户户收拾旧物，
将屋子里一些可打碎的东西，摔个粉碎，旧盆子、瓶瓶罐罐
统统扔到门外，表示去掉厄运和烦恼，这是他们辞旧岁迎新
年的传统方式。



伊朗：伊朗实行的是伊斯兰历，它的季节和月份是不固定的。
在伊朗，庆贺新年就是庆祝春天到来，往往是在公历3月下旬，
过新年要隆重庆祝一周。人们涌上街头生起“篝
火”——“夜火”，然后全家人依次从夜火上跳来跳去，表
示烧掉“晦气”，迎来光明，驱邪灭病，幸福永存。除夕夜
要吃“七道菜”，每道菜的名称都要以字母“s”开头的，以示
吉祥。初一到初三，人们走亲访友，互祝春节快乐。新年最
后一天，全家出游踏青，以避邪恶。

法国：以酒来庆祝新年，人们从除夕起开始狂欢痛饮，直到1
月3日才终止。法国人认为元旦这一天的天气预示着新的一年
的年景。元旦清晨他们就上街看风向来占卜：刮南风，预兆
风调雨顺，这一年会是平安而炎热;刮西风，有一个捕鱼和挤
奶的丰收年;刮东风，水果将高产;刮北风，则是歉收年。

瑞士：瑞士人有元旦健身的习惯，他们有的成群结队去爬山，
站在山顶面对冰天雪地，大声歌唱美好的生活;有的在山林中
沿着长长的雪道滑雪，仿佛在寻找幸福之路;有的举行踩高跷
比赛，男女老幼齐上阵，互祝身体健康。以健身来迎接新一
年的到来。

希腊：元旦时，家家都要做一个大蛋糕，里面放一枚银币。
主人将蛋糕切若干块，分给家人或来访的亲朋好友。谁吃到
带有银币的那块蛋糕，谁就成了新年最幸运的人，大家都向
他祝贺。

罗马尼亚：元旦前夜，人们在广场上竖起高大的圣诞树，搭
起舞台。市民们一边烧着焰火，一边载歌载舞。农村人拉着
木犁，上面装饰着各种彩花，庆祝新年。

过新年的手抄报内容及简单篇五



传说远古时代有一种怪兽，头顶长独角，口似血盆，人们把
它叫做“年”。每逢腊月三十晚上，它便窜出山林，掠食噬
人。人们只好备些肉食放在门外，然后把大门关上，躲在家
里，直到初一早晨，“年”饱餐后扬长而去，人们才开门相
见，作揖道喜，互相祝贺。有一年，年又来到村子，人们发
现它怕红色的东西和响声。于是又一年，当年来之前，人们
在门上贴红纸，挂红灯笼，年来了，人们用空心竹子做的炮
仗往地上摔，发出响亮的声音，终于，年被赶跑了。于是，
后来人们都有贴对联，挂灯笼，放鞭炮的习俗。

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六中描写北宋汴京时
云：“十月一日年节，开封府放关扑三日，士庶自早相互庆
贺。”明中叶陆容在《菽园杂记》卷五中说“京师元旦日，
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
然士庶人各拜其亲友多出实心。朝官往来，则多泛爱不
专……”。清人顾铁卿在《清嘉录》中描写，“男女以次拜
家长毕，主者率卑幼，出谒邻族戚友，或止遣子弟代贺，谓之
‘拜年’。至有终岁不相接者，此时亦互相往拜于
门……。”

在古代，上层士大夫有用名帖互相投贺的习俗。宋人周辉在
《清波杂志》中说：“宋元佑年间，新年贺节，往往使佣仆
持名刺代往”。当时士大夫交游广，若四处登门拜年，既耗
费时间，也耗费精力，因此有些关系不大密切的朋友就不亲
自前往，而是派仆人拿一种用梅花笺纸裁成的二寸宽、三寸
长，上面写有受贺人姓名、住址和恭贺话语的卡片前往代为
拜年。明代人们以投谒代替拜年。明朝杰出画家、诗人文征
明在《贺年》诗中描述：“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蔽
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憎嫌简不嫌虚”。这里所言的“名
刺”和“名谒”即是现今贺年卡的起源。贺年卡用于联络感
情和互致问候，既方便又实用，乃至今日仍盛行不衰。

大约从清朝时候起，拜年又添“团拜”的形式，清人艺兰主在
《侧帽余谭》中说：“京师于岁首，例行团拜，以联年谊，



以敦乡情”，“每岁由值年书红订客，饮食宴会，作竟日
欢”。

秦汉以来万千的风首朝贺。自明清开始，拜年次序是：首拜
天地神帙，次拜祖先真影，再拜高堂尊长，最后全家按次序
互拜。对尊长要行大礼，对孩童要给赏赐，平辈间拱手致语。
拜亲朋的次序是：初一拜本家;初二、初三拜母舅、姑丈、岳
父等，直至十六日。现代多行团拜，岁末邮寄贺年片和贺年
信。


